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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中游１６种常见鱼仔稚鱼形态特征初步研究
封文利１，吴志强１，２，黄亮亮１，胡祥１，师瑞丹１，丁　洋１，常显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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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漓江中游近岸水域采集的仔稚鱼样品中收集有代表性的仔稚鱼标本，对其形态特征及生态习性进行描

述，以补充淡水鱼类早期发育资料。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漓江中游（桂林市至阳朔县段）干流及其支流
近岸水域选取１３处采样点，用抄网直接捞取法进行逐月采样。采集到８２５４尾仔稚鱼样本，依据形态特征鉴定
为１６种，隶属于３目６科１５属，多为外源营养期仔鱼和稚鱼且大部分为小型鱼类，优势种为高体、宽鳍鸇、
!

又
鱼、食蚊鱼。观察描述了１６种鱼仔、稚鱼时期发育特征。比较宽鳍鸇与!

又
鱼表明，卵黄吸尽时，宽鳍鸇肌节３７对，

!

又
鱼肌节４４（２９＋１３）对；吻至肛门与肛门至尾鳍的长度比约为５∶１，宽鳍鸇肛门约在全长中间。比较高体与
广西?表明，高体背鳍前部明显的黑色素斑一直持续到稚鱼时期，而广西?体表色素较少；高体稚鱼时

期的体长为体高的３．５～３．８倍，而广西?为４．５～５．０倍。比较子陵吻虾虎鱼与溪吻虾虎鱼表明，子陵吻虾虎鱼
体色较浅，溪吻虾虎鱼体色深且分布广泛，鳃盖骨下缘有红色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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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早期发育阶段的种类鉴定是鱼类早期资源
调查中的关键步骤，对确定水域繁殖鱼类以及了解

鱼类早期阶段发育过程有重要意义。由于鱼类的早

期生活史阶段形态变化极快，内部和外在形态特征

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鉴定处于早期发育阶

段的鱼类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目前，鱼类早

期发育阶段的种类鉴定技术可分为２种，即形态学
鉴定和分子生物学鉴定（曹文宣等，２００７）。鱼类早
期资源调查可追溯至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起初就
以鱼类早期资源采样技术、鉴定技术及鱼类种类数

量变动机制三方面基础工作为主（王芊芊，２００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在近海和内陆河流开展
了一系列关于鱼类早期资源调查的工作（王昌燮，

１９５９）。近些年来，以长江鱼类早期阶段资源调查
为主的鱼类早期阶段资源调查已较为完善，也为我

国淡水鱼类早期阶段种类鉴定积累了较多的资料

（乔晔，２００５；曹文宣等，２００７；段辛斌，２００８；唐锡良，

２０１０；Ｍ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漓江位于广西东北部，是西江水系的重要支流，

属典型的雨源型山地河流，鱼类物种丰富，历史记载

鱼类１４４种（韩耀全和许秀熙，２００９）。以漓江中游
干流和支流为调查区域，从采集的仔稚鱼样品中收

集有代表性的仔稚鱼标本，对其形态特征及一些生

态习性进行描述，以补充淡水鱼类早期发育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漓江中游（桂林
市至阳朔县段）干流及其支流近岸水域选取１３处
采样点，用抄网直接捞取法进行逐月采样。调查期

间水 温 为 １１２ ～２９４℃，溶 解 氧 ６９６ ～
１３．２２ｍｇ／Ｌ，ｐＨ为６．８～９．８，电导率为１０８．１～
４１３．０μＳ／ｃｍ，浊度０．８１～６２．１２ＮＴＵ。从所采集
仔稚鱼标本中选取能代表各发育阶段的个体，在体

视显微镜（ＭｏｔｉｃＳＭＺ１６８）下观察其外部形态特征，
并采用网格法测定可量性状。依据《长江鱼类早期

资源》（曹文宣等，２００７）、《广西淡水鱼类志》（广西
壮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等，２００６）对相应的成鱼形
态特征与个体较大的稚鱼标本进行比较鉴定，再依

据稚鱼标本特征追踪至仔鱼阶段（林昭进和梁沛

文，２００６）。按照ＯｋｉｙａｍａＭｕｎｅｏ（１９８８）对鱼类发育
阶段划分，卵黄囊消失至各鳍条发育完成为仔鱼期，

各鳍条发育完成至变态发育完成、各项特征与成鱼

基本相同阶段为稚鱼期。肌节数参考《葛洲坝水利



枢纽与长江四大家鱼》（易伯鲁等，１９８８）用两段法
计算。以优势度（Ｙ）来判定优势种，采用公式：

Ｙ＝ｎｉｆｉ／Ｎ （１）
式中，ｎｉ为第ｉ个种类的数量（尾），Ｎ为渔获物

总数量（尾），ｆｉ为第ｉ个种类的出现频率。Ｙ≥０．０２
为优势种（陈亚瞿等，１９９５；肖瑜璋等，２０１３）。

２　结果

２．１　种类组成
调查共采集仔稚鱼样本８２５４尾，经鉴定为１６

种，隶属于３目６科１５属。鲤形目１０种，占总物种
数的６２．５０％；

"

形目２种，占总物种数的１２．５０％；
鲈形目４种，占总物种数的２５．００％。鲤科鱼类１０
种，占总物种数的６２．５０％；虾虎鱼科２种，占总物
种数的１２．５０％；鎠科、沙塘鳢科、胎

"

科、青
"

科各

１种，各占 ６．２５％。优势种为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
ｃｅｌｌａｔｕｓ）（Ｙ＝０．４９４）、宽鳍鸇（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Ｙ＝
０．２１５）、!又鱼（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Ｙ＝０．１２９）、食蚊
鱼（Ｇａｍｂｕｓｉａａｆｆｉｎｉｓ）（Ｙ＝０．０３９）。采集样品多为外

源营养期仔鱼和稚鱼，且大部分为小型鱼类（表１）。
２．２　形态特征
２．２．１　中华花鳅（Ｃ．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稚鱼期：全长
２１．８ｍｍ时（图版 Ｉ２．２．１），体棕黄色，吻端有一黑
色条纹延伸至头顶，沿体侧中线有 １２个棕黑色大
斑，背部有１５个棕黑色大斑，尾鳍基部有一明显的
黑斑，背鳍和尾鳍有３～５列斜纹；背鳍鳍条６根，臀
鳍鳍条５根，胸鳍鳍条８根；肌节３９（２９＋１０）对；须
３对，吻须须芽２对，口角须１对，与成鱼体态特征
相近。

２．２．２　宽鳍鸇（Ｚ．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仔鱼期：全长
１２．０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２ａ），鳃盖后缘有点状黑色
素分布，体侧椎轴黑色素呈虚线状分布；尾鳍已分

叉，背鳍、臀鳍已有鳍条出现，腹鳍芽初现；肌节３８
（２０＋１８）对，呈Ｗ形。

稚鱼期：全长２２．１ｍｍ时（图版 Ｉ２．２．２ｂ），有
鳞片出现，进入稚鱼期；背鳍起点与腹鳍起点相对，

背鳍鳍条７根，臀鳍鳍条９－１０根，胸鳍鳍条１２－１
根，腹鳍鳍条８根，与成鱼体态相似。

表１　漓江中游近岸水域仔稚鱼样本统计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ｉｓｈ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发育阶段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ｇｅ
全长／ｍｍ
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

渔获量／尾
Ｔｏｔａｌｃａｔｃｈ

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ｅａ
　中华花鳅Ｃｏｂｉ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ａｕｖａｇｅｅｔＤａｂｒｙ）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２１．８～２３．５ ３ ０．０００

　宽鳍鸇Ｚａｃｃｏｐｌａｔｙｐ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６）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１２．１～２０．７
２１．９～３１．２

７１９
１２０３

０．２１５

　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１８４４）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１１．８ １ ０．０００

　!

又
鱼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１８５５）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８．１～１５．６
１６．２～３２．４

１４２１
１２１

０．１２９

　银?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Ｓａｕｖａｇｅ，ＤａｂｒｙｅｔＴｈｉｅｒｓａｎｔ，１８７４）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１８．６～２２．３ ５ ０．０００
　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１８５５）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２０．５～２４．２ ２ ０．０００

　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Ｋｎｅｒ，１８６６）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８．２～１２．６
１３．３～１５．２

２２１４
１８６０

０．４９４

　侧条光唇鱼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ｎｓ（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３１）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７．０～９．５
１０．２～１５．６

１３
４６

０．００４

　广西?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Ｗｕ，１９３９）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１３．２～１５．５ １８８ ０．００４
　中华原吸鳅Ｐｒｏｔｏｍｙｚｏ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１９８０）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２１．２ １ ０．０００
青

"

科Ｏｒｙｚｉａｔｉｄａｅ
　青

"

Ｏｒｙｚｉａｓｌａｔｉｐｅ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６）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１３．１～１９．４ １６ ０．０００
胎

"

科Ｐｏｅｃｉｌｉｉｄａｅ

　食蚊鱼Ｇａｍｂｕｓｉａａｆｆｉｎｉｓ（ＢａｉｒｄｅｔＧｉｒａｒｄ，１８５３）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７．０～８．２
９．２～１０．８

２３
３６０

０．０３９

鎠科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斑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Ｓｔｅｉｎｄａｃｈｎｅｒ，１８９２）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８．２～９．１
１５．９

５
１

０．０００

沙塘鳢科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ｄａｅ
　中华沙塘鳢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ｕ，ＣｈｅｎｅｔＣｈｏｎｇ，２００２）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１２．４～１２．８ ３ ０．０００
虾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子陵吻虾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Ｒｕｔｔｅｒ，１８９７）
仔鱼Ｌａｒｖａｅ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９．３～１０．３
１４．１～１９．３

２４
１９

０．００２

　溪吻虾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ｄｕｏｓｐｉｌｕｓ（Ｈｅｒｒｅ，１９３５） 稚鱼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１９．７～２１．５ ６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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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草鱼（Ｃ．ｉｄｅｌｌｕｓ）　仔鱼期：全长 １１．８ｍｍ
（图版Ｉ２．２．３），体呈淡黄色，体被色素花分布较广，
头部黑色色素较聚集；头宽略呈方形，两眼间距较

大，背鳍中位，初现鳍条７－８根，胸鳍基部黑色素花
明显，腹鳍芽出现，臀鳍初现鳍条５－６根，尾鳍基部
有一朵明显黑色素花。鳔前室近似圆球形、后室为

锥形，该时期肌节４４（２８＋１６）对，尾椎上翘。
２．２．４　!

又
鱼（Ｈ．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仔鱼期：全长８．４ｍｍ

（图版Ｉ２．２．４ａ）时，通体白色略透明，体细长，色素
花分布较明显，头部色素呈点状聚集，背部、腹部各

有２列色素花，从头部向尾部呈虚线状延伸，各色素
间距也逐渐增大，体侧１列色素较浓密，近似线状分
布。臀鳍褶有一列斑状黑色素。眼大，鳔１室，略长
圆，尾椎上翘，肌节４４（３０＋１４）对。全长１１．４ｍｍ
时，各鳍褶消失，背鳍鳍条６－７根，臀鳍鳍条８－９
根，胸鳍鳍条３－４根。

稚鱼期：全长１５．０ｍｍ（图版Ｉ２．２．４ｂ），色素分
布更加明显，背鳍硬棘３，分枝鳍条７，臀鳍鳍条１１
－１２根，鳞初现，各形态特征与成鱼相近。
２．２．５　银?（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稚鱼期：全长２１．７ｍｍ
时（图版 Ｉ２．２．５），体侧前部有鳞片生成，进入稚鱼
期，吻部、头顶、鳃盖后有褐色色素聚集，体侧椎线有

稀疏的虚线状色素，尾鳍基部有一黑色素斑；背鳍鳍

条１０根，胸鳍鳍条１５根，腹鳍鳍条８－９根，臀鳍鳍
条９根；头尖近锥形，体型较圆，背鳍前部稍有隆起。
２．２．６　棒花鱼（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稚鱼期：全长
２１．０ｍｍ（图版 Ｉ２．２．５），眼大，吻部至眼前缘有一
黑色素，体背有黑色斑分布不明显，体侧沿中线有一

明显虚线状色素，延伸至尾鳍基部的一朵较大黑色

素花处，背鳍鳍条８根，胸鳍鳍条５－６根，臀鳍条５
－６根，鳞初现于前部靠近侧线。肌节３３（２０＋１３）
对，形态与成鱼相近。

２．２．７　广西?（Ａ．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　稚鱼期：全长
１３．２ｍｍ（图版 Ｉ２．２．７），标本通体白色，黑色素主
要分布在背鳍、臀鳍、头部，头部点状黑色素较多，体

侧沿中线有虚线状色素，从背鳍前延伸至尾鳍基部；

背鳍鳍条１０根，臀鳍鳍条９－１０根；肌节４５（１８＋
２７）对。
２．２．８　高体（Ｒ．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仔鱼期：全长
９．１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８ａ），头部、腹部、背部点状色
素分布明显，背鳍前部有较大的色素聚集而成的一

大块黑斑，体后有２条规则的虚线状色素条；胸鳍透
明无色，背鳍、臀鳍形成雏形鳍条分别为１１、７根，肌
节３４（１８＋１６）对，叉尾已成形。全长１１．３ｍｍ时，

色素遍布全身，均呈点状分布；背鳍鳍条１１－１３根，
臀鳍鳍条１２根。

稚鱼期：全长１３．７ｍｍ时（图版 Ｉ２．２．８ｂ），体
前部紧贴侧线下方有鳞初现，由此进入稚鱼期，背鳍

前部黑斑明显。

２．２．９　侧条光唇鱼（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ｎｓ）　仔鱼期：全长
８．９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９ａ），眼径为头长的１／２，头背
部有点状色素分布，体侧有６处条状或斑状色素，背
鳍基部前端和后端有２块色素，尾鳍基部有１大块
色素；胸鳍、臀鳍出芽，背鳍鳍条７根，尾椎上翘明
显。肌节３９（２３＋１６）对。全长１２．２ｍｍ时，色素分
布明显，为６条黑色横纹。

稚鱼期：全长２１．０ｍｍ时（图版 Ｉ２．２．９ｂ），尾
柄处出现鳞片，进入稚鱼期，背鳍鳍条８根，腹鳍鳍
条８根，臀鳍鳍条５根，形态特征与成鱼一致。
２．２．１０　中华原吸鳅（Ｐ．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稚鱼期：全长
２１．２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１０），标本体色背部为灰，腹
部为白，尾鳍、背鳍均有点状黑色素，尾鳍基部有一

大黑色素斑；背鳍鳍条８根，臀鳍鳍条５－６根，胸鳍
鳍条１８根，腹鳍鳍条８根；口下位，呈新月形，周围
有吻须２对，口角须１对，均为须芽，体态近似成鱼。
多栖于水体底部卵石底质生境。

２．２．１１　青
"

（Ｏ．ｌａｔｉｐｅｓ）　稚鱼期：全长 １３．６ｍｍ
时（图版Ｉ２．２．１１），标本体色灰白，沿椎体中央和臀
鳍上方各有一纵列黑色色素，背鳍后位起点距尾鳍

基部２．５ｍｍ，鳍条５根，腹鳍鳍条６根，臀鳍鳍条１６
－１７根；肌节数２８（８＋２０）对。各部位形态已接近
成鱼。

２．２．１２　食蚊鱼（Ｇ．ａｆｆｉｎｉｓ）　仔鱼期：全长８．２ｍｍ
时（图版Ｉ２．２．１２ａ），通体灰色，头顶点状色素分布
较多，背部有一条黑色虚线状色素；背鳍鳍条５根，
臀鳍鳍条６根。口上位明显，头部较宽，眼径较大，
两眼间距较大，从背部看呈Ｖ字形。

稚鱼期：全长９．５ｍｍ时（图版 Ｉ２．２．１２ｂ），尾
部鳞片初现，全身遍布点状色素，体侧色素沿鳞片边

缘分布，交织为菱形，体色、体型与幼鱼十分相似。

２．２．１３　斑鳜（Ｓ．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　仔鱼期：全长８．２ｍｍ
时（图版Ｉ２．２．１３ａ），头背部有红色斑点分布，腹部
有较大的斑点状色素分布，体侧位于背鳍褶下方有

明显黑斑分布；鳃盖骨后缘有锯齿初现，上下颌明

显，背鳍鳍条初现，腹鳍、臀鳍芽初现；侧面观察，吻

尖，头呈三角形；肌节２６（８＋１８）对，呈Ｗ型。
稚鱼期：全长１５．９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１３ｂ），各

鳍成形，鳃盖有块状鳞片出现，已进入稚鱼期。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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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色素较仔鱼期淡，分布更加均匀，后部椎线上

黑斑变为一短列色素；背鳍硬棘１２根，鳍条１２根，
臀鳍鳍条１１－１２根，与成鱼相近。斑鳜仔稚鱼活体
体表覆有粘稠润滑液体，可拉丝。斑鳜仔稚鱼多栖

息于清澈、底质为岩石的回水环境中。

２．２．１４　中华沙塘鳢（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稚鱼期：全长
１２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１４），体表遍布点状褐色色素，
体侧有许多较大褐色斑块，第一背鳍基部和尾鳍基

部各有１块黑褐色斑块，类似成鱼斑纹。第一背鳍
鳍条８根，第二背鳍鳍条１０根，胸鳍鳍条１５根，腹
鳍鳍条５根，体后部已有鳞片出现。
２．２．１５　子陵吻虾虎鱼（Ｒ．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仔鱼期：全长
９．０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１５ａ），通体白色微透明，在尾
部上下边缘和尾鳍基部有星芒状和点状色素分布；

第一背鳍出芽，第二背鳍鳍条７根，臀鳍鳍条８根，
腹鳍已形成，胸位、呈吸盘状。

稚鱼期：全长１４．３ｍｍ时（图版 Ｉ２．２．１５ｂ），有
鳞片出现，体表有色素分布，体侧有８～１０个黑色素
斑点；各鳍发育完全，第一背鳍鳍条６－７根，第二背
鳍鳍条８根，臀鳍鳍条８根；全长２０ｍｍ时，鳞片发
育齐全。

２．２．１６　溪吻虾虎鱼（Ｒ．ｄｕｏｓｐｉｌｕｓ）　稚鱼期：全长
２０．２ｍｍ时（图版Ｉ２．２．１６），鳞片基本发育齐全，稚
鱼期即将结束，标本体灰白色，黑色素布满全身，颊

部有一条斜向后方的条纹，延伸至鳃盖下缘，鳃盖骨

下缘有红色斑点。多栖息于近岸水体清澈、底质为

卵石的静水区域。

２．３　相似种之间的区别
２．３．１　宽鳍鸇（Ｚ．ｐｌａｔｙｐｕｓ）与!

又
鱼（Ｈ．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宽鳍鸇与!

又
鱼在仔鱼期的体态较为相似，体均为银白

色，色素分布也较为相似，但其体态特征也有一定的

区别。卵黄吸尽时，宽鳍鸇肌节３７对、呈侧 Ｗ形，
!

又
鱼肌节４４（２９＋１３）对，且该时期!

又
鱼体态较细长；!又鱼

肛门位置较靠后，吻至肛门与肛门至尾鳍的长度比

约为５∶１，而宽鳍鸇肛门约在全长中间；另外，!又鱼仔
鱼尾椎上翘时期，背部色素分布也相对较多。

２．３．２　高体（Ｒ．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与广西?（Ａ．ｍｅｒｉｄｉ
ａｎｕｓ）　高体与广西?同属?亚科，其形态特征
也较相似。在仔鱼时期高体色素分布就已很明

显，其背鳍前部明显的黑色素斑一直持续到稚鱼时

期，而广西?体表色素较少；高体稚鱼时期的体

长为体高的３．５～３．８倍，而广西?为４．５～５．０倍；
视觉上差别也较大，高体体高特征较明显。

２．３．３　子陵吻虾虎鱼（Ｒ．ｇｉｕｒｉｎｕｓ）与溪吻虾虎鱼

（Ｒ．ｄｕｏｓｐｉｌｕｓ）　２种虾虎鱼同属于虾虎鱼科吻虾虎
鱼属，成鱼形态特征差别明显，易于区别，而两者稚

鱼期形态特征与其成鱼相似。子陵吻虾虎鱼体色较

浅，稚鱼期体表色素分布明显，体侧有明显黑色素斑

分布；溪吻虾虎鱼体色深且分布广泛，但没有明显的

黑色素聚集，颊部有１条斜向后方的条纹，鳃盖骨下
缘有红色斑点，其他成鱼特征并不明显。

３　讨论

本研究采集到的鱼多处于外源营养期和稚鱼

期，这主要是采样网具的规格对仔稚鱼选择的结果。

鱼类发育至外源营养期或稚鱼期已具有一定的游泳

和捕食能力，选择在近岸浅水区、回水区或水生植被

覆盖区等生境有利于继续生长和发育。本次调查所

采仔稚鱼物种数是韩耀全等（２０１０）鱼类多样性调
查记录的２５％左右。另外，此前并没有关于漓江鱼
类早期资源的调查。

鱼类早期资源的鉴定能参考的资料较少，主要

参考《长江鱼类早期资源》（曹文宣等，２００７）、《长江
鱼类早期形态发育与种类鉴别》（乔晔，２００５）、《赤
水河鱼类早期资源调查及九种鱼类早期发育的研

究》（王芊芊，２００８）、《长江中游野鱼苗的种类鉴定》
（王昌燮，１９５９）等。处于同一阶段的鱼形态特征受
其地理分布和观察角度等条件的影响，形态特征的

观察和描述结果有一定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宽鳍鸇

全长１２ｍｍ时，各鳍基本形成（乔晔，２００５；曹文宣
等，２００７），而研究发现同样全长腹鳍稍迟于其他各
鳍发育，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宽鳍鸇生长速度不

同的结果。另外，在观察大量!

又
鱼样本的基础上发现

!

又
鱼全长１５ｍｍ时进入稚鱼期。研究发现银?稚鱼
期鳞片是由前部侧线附近向后铺生。研究首次对广

西?、中华原吸鳅的稚鱼期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

总体来讲，鲤科鱼类的仔稚鱼鉴定有一定的困难，主

要原因是该科鱼类物种数很多，形态特征极为相似，

可参考的文献较少等（Ｗａｎｎｅｒ，２０１１）。
漓江鱼类早期资源的种类鉴定，对未来在该流

域开展鱼类早期资源调查及其相关的生态调查都有

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有关淡水鱼类早期资源调查和

种类鉴定工作已有开展，但仍有不足。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我国淡水鱼类有８００多种（乐佩琦，１９９５），
已有完整周期的鉴定资料较少，估计不足总数的

１／４，因此从种类数量上来讲，淡水鱼类早期发育资
料不够完善。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如 ＰＣＲ技术、
ＤＮＡ序列测定、分子杂交等也应用到了鱼类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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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中华花鳅稚鱼；２．２．２ａ宽鳍鸇仔鱼，２．２．２ｂ宽鳍鸇稚鱼；２．２．３草鱼仔鱼；２．２．４ａ!

又
鱼仔鱼，２．２．４ｂ!

又
鱼稚鱼；２．２．５银?稚鱼；２．２．６棒

花鱼稚鱼；２．２．７广西?稚鱼；２．２．８ａ高体仔鱼，２．２．８ｂ高体稚鱼；２．２．９ａ侧条光唇鱼仔鱼，２．２．９ｂ侧条光唇鱼稚鱼；２．２．１０中华原

吸鳅稚鱼；２．２．１１青
"

稚鱼；２．２．１２ａ食蚊鱼仔鱼，２．２．１２ｂ食蚊鱼稚鱼；２．２．１３ａ斑鳜仔鱼，２．２．１３ｂ斑鳜稚鱼；２．２．１４中华沙塘鳢稚鱼；

２．２．１５ａ子陵吻虾虎鱼仔鱼，２．２．１５ｂ子陵吻虾虎鱼稚鱼；２．２．１６溪吻虾虎鱼稚鱼

图版Ｉ漓江中游１６种常见鱼的仔稚鱼
２．２．１Ｃ．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２．２．２ａＺ．ｐｌａｔｙｐ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２．２．２ｂＺ．ｐｌａｔｙｐｕ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２．２．３Ｃ．ｉｄｅｌｌ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２．２．４ａＨ．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ｌａｒｖａｅ，

２．２．４ｂＨ．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２．２．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２．２．６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２．２．７Ａ．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２．２．８ａＲ．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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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法能得到更精

准的结果，但相对成本较高。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工

作条件的限制，形态学鉴定方法应用更广泛，成本也

较低，但需要提供完整的鉴定资料来做依据。另外，

开展关于鱼类早期资源相关工作的科研单位较少，

人员不足，进一步导致鱼类尤其是淡水鱼类早期资

源及其生态方面的研究工作进度较滞后，世界鱼类

库和台湾鱼类资料库已有部分淡水鱼类早期资源发

育资料。广泛开展淡水鱼类早期资源鉴定工作，完

善我国淡水鱼类早期发育资料是鱼类分类学方面工

作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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